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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及儿时体罚经历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 于 2019 年

4— 5 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哈尔滨市某两所大学部分专业的全体大一、大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

用一般情况调查表、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CASLSS）、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

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中的体罚分量表进行调查。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大学生焦虑、抑郁、10岁

及以前体罚经历及一般人口学特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共发放纸质问卷 2 4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150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8.11%。结果 2 150 名大学生的 CASLSS 总分为 190（165，210）分。除学

业维度外，女大学生 CASLSS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男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伴有

焦虑、抑郁情绪及有 10 岁及以前体罚经历的大学生 CASLSS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低于无焦虑、无抑郁及

10 岁及以前无体罚经历的大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1）。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焦

虑（OR=2.108，95%CI=1.472～3.020）、抑郁（OR=5.831，95%CI=4.595～7.398）、10 岁及以前有体罚经历

（OR=2.249，95%CI=1.849～2.736）、男性（OR=1.393，95%CI=1.149～1.689）是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危险

因素（P ＜ 0.05），家庭月收入高（OR=0.789，95%CI=0.697～0.892）是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保护因素（P ＜ 

0.05）。结论 有焦虑、抑郁情绪及儿时体罚经历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应加强对大学生焦虑、抑郁

情绪的干预，提高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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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hildhood 
corporal punishment experi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From April to May 2019，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all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of some majors in two universities 
in Harbin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s general situation， Chinese Adolescent 
Student Life Satisfaction Scale（CASLS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CTSPC）.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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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是个体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自己

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定时期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

评估，是衡量某一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

生活满意度调查能从多个侧面反映出被调查者对生

活的认知和感受，对提升个体的生活质量、提高幸

福感有显著意义［1］。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大学生群体的数量增速较快，生活满意度与身心健

康对其个人发展与国家的长远规划有重要影响。而

心理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存在，尤其是焦虑、

抑郁情绪较为高发，对生活质量造成严重损害［2］。

国内外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比如体罚不仅会

影响儿童情绪，甚至对儿童身体产生伤害，影响亲

子亲合，进而降低个体生活满意度［3-4］。相关研究

表明，生活满意度对心理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如果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往往会使个体产生不

良适应性行为，个体出现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也将

增加［5］。过往研究较多关注情绪对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较少关注情绪、体罚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因此，

本研究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情况及焦虑、抑郁、父

母教养方式等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调查，为提

升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法，于 2019 年 4—

5 月对哈尔滨市某两所大学（综合院校、医学院校）

部分专业的大一、大二全体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

查对象全部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 Logistic 回归样

本量估算，其样本量应为自变量数量的 10 倍以上，

本研究自变量为 74 项，故样本量至少为 740 例以

上。纳入标准：（1）年龄 18～24 岁；（2）能够理解并

填写量表内容；（3）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10 岁及 10 岁之前为单亲家庭或

不与至少一方监护人共同居住。本研究已通过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编号：

HMUIRB20200008）。

2. 调查工具：（1）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

年龄、年级、居住地、是否是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

等。（2）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Life Satisfaction 

Scales Applicable to Chinese Adolescent Students， 

CASLSS）。该量表以 Huebener 于 1994 年编制的青

少年多维生活满意度量表为基础，由张兴贵等［6］于

2004 年编制而成。CASLSS 包括友谊、家庭、学业、

自由、学校和环境 6 个维度，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

分别为 0.71、0.85、0.79、0.79、0.87 和 0.71，总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量表共包含 36 个条目，采

用 7 级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

别计 1～7 分，分数越高满意度越高。（3）焦虑自评

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7］。SAS、SDS 均

由 Zung 编制。SAS 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20 个条

目得分相加即总粗分，总粗分 ×1.25 后取整数部分

即标准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标准分＜ 50 分为

无焦虑，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

of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depression， corporal punishment experience before the age of 10 and gener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life satisfaction. A total of 2 44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2 15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88.11%. Results The 
overall CASLSS score of 2 150 college students was 190（165，210）. Except academic dimension， the total 
score of CASLSS and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total score and each dimension 
score of CASLS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rporal punishment experience before  
10 years old were lower than those without anxiety， depression nor corporal punishment experience before  
10 years ol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 ＜ 0.01）. B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nxiety status （OR=2.108， 95%CI=1.472-3.020）， depression（OR=5.831， 95%CI=4.595-7.398）， 
corporal punishment before 10 years old （OR=2.249， 95%CI=1.849-2.736）， male （OR=1.393， 95%CI=1.149-
1.689）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college life satisfaction （P ＜ 0.05）. High family monthly income （OR=0.789， 
95%CI=0.697-0.892） was a protection factor of college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Conclusions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rporal punishment in childhood is low. Therefore， 
the interventi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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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70 分为重度焦虑。SAS 的相关系数为 0.697，

重测信度为 0.777。SDS 共包含 20 个条目，抑郁严重

程度 = 总粗分 ÷80 分（最高总分），＜ 0.50 为无抑郁，

0.50～0.59 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0.69 为中至重

度抑郁，＞ 0.70 为重度抑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86，再测信度为 0.82。（4）亲子冲突解决策略

量表。该量表由 Straus 等［8］编制，本研究使用其中

的体罚分量表（包含 6 个条目）进行调查。量表采用

0～7 分的计分方式，“0”表示 10 岁那年未经历过，

“1”表示 10 岁那年经历过 1 次，“2”表示 10 岁那年

经历过 2 次，“3”表示 10 岁那年经历过 3～5 次，“4”

表示 10 岁那年经历过 6～10 次，“5”表示 10 岁那年

经历过 11～20 次，“6”表示 10 岁那年经历过 20 次

以上，“7”表示 10 岁那年没经历过，但 10 岁前经历

过。若体罚分量表中任意一个条目的得分＞ 0 分，

则表示遭受过体罚。该量表在中国被广泛应用，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0～0.86。

3. 资料收集方法：调查开始前，由专业人员对

调查员进行培训，了解并掌握问卷调查的方法和相

关注意事项（完整填写、信息保密等），调查员填写问

卷时对学生进行指导并讲解。调查时，以班级为单

位发放问卷，填写完成后立即收回，剔除填写不完

整、填写错误、规律性填写的问卷。共发放纸质问卷

2 440份，回收问卷2 419份，其中有效问卷2 150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8.11%。

4. 统计学方法：使用 EpiData 3.0 软件建立数据

库，对数据进行核实录入并检验。使用 SPSS 20.0 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数（%）

表示。经正态分布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的计量资

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采用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以调查对

象得分中位数为界值［9］，将 CASLSS 得分转换为二

分类变量（≥ 190 分为满意，＜ 190 分为不满意），采

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大学生焦虑状态、抑郁状

态、10 岁及以前体罚经历及一般人口学特征对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双侧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二、结果

1. 2 150 名大学生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及 CASLSS

得 分：2 150 名 大 学 生 的 CASLSS 得 分 为 190（165，

210）分，其一般人口学资料见表 1。

2. 不同性别大学生 CASLSS 得分比较：除学业维

度得分外，女大学生 CASLSS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

高于男大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见表 2。

表1 2 150 名大学生的一般人口学资料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1 179 54.8

 女 971 45.2

年级

 大一 1 268 59.0

 大二 882 41.0

家庭居住地

 农村 781 36.3

 城镇 1 369 63.7

是否是独生子女

 是 1 379 64.1

 否 771 35.9

家庭月收入（元）

 ＜ 4 000 607 28.2

 4 001～8 000 853 39.7

 ＞ 8 000 690 32.1

父亲文化水平

 初中及以下 741 34.5

 高中或中专 689 32.0

 大专及以上 720 33.5

父亲职业

 个体、商业、服务人员 600 27.9

 农民 368 17.1

 专业技术人员 225 10.5

 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 454 21.1

 企业工作人员 213 9.9

 其他 290 13.5

母亲的文化水平

 初中及以下 886 41.2

 高中或中专 686 31.9

 大专及以上 578 26.9

母亲职业

 个体、商业、服务人员 604 28.0

 农民 380 17.7

 专业技术人员 139 6.5

 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 425 19.8

 企业工作人员 182 8.5

 其他 420 19.5

焦虑

 是 304 14.1

 否 1 846 85.9

抑郁

 是 692 32.2

 否 1 458 67.8

10 岁及以前体罚经历

 是 1 255 58.4

 否 895 41.6

3.不同焦虑、抑郁状态大学生CASLSS得分比较：

处于焦虑、抑郁状态大学生的 CASLSS 总分及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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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分低于无焦虑、抑郁状态的大学生，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1），见表 3。

4. 10 岁 及 以 前 有 不 同 体 罚 经 历 大 学 生 的

CASLSS 得分比较：10 岁及以前经历过体罚的大学

生 CASLSS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未经历过体罚

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 4。

5. 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CASLSS总分（＜190分=0，≥190分=1）

为因变量，以一般人口学资料、焦虑状态、抑郁状态、

10岁及以前体罚经历为自变量［焦虑状态：是=1，否=0； 

抑郁状态：是=1，否=0；10岁及以前体罚经历：是 =1， 

否=0；家庭月收入（元）：＜4 000 =1，4 001～8 000=2，＞ 

8 000=3；性别：男 =1，女 =0］进行二项 Logistic 回归

逐步分析。结果显示，焦虑、抑郁、10 岁及以前经

历过体罚、男性是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危险因素

（OR ＞ 1，P ＜ 0.05），家庭月收入高是大学生生活满

意度的保护因素（OR ＜ 1，P ＜ 0.05），见表 5。

讨论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学校和同伴

等微观系统与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密切相关，生活满

意度能够较好地衡量个体对微观系统的满意情况，

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能够给人们身心方面带来积极的

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校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较高，表明在校大学生对当前生活的总体评价较好。

大学生 CASLSS 中的家庭维度得分较高，而学业维

度得分较低，这与李丹［10］的研究结果相似。学业

是学生的主要生活内容，学业满意度得分较低反映

了大学生的学习压力较大、学业负担较重。学业满

意度是学生在客观学业成就的基础上，加入了目标、

价值等认知因素而形成的对学业质量的一种自我综

合评价，且随着社会倡导男女平等的意识的转变，

在巨大的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下，无论男生还是女

生，对自我均存在较高的期望。

从性别差异上看，周建军等［11］的研究结果显

示，男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总分和学校维度得分均

高于女生。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 CASLSS

总分及除学业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得分均表现出性

别差异，与相关研究结果相似［12］。这可能与男女的

社会角色有关，男性对情绪的表达较少，而女性感

情细腻，善于表达，在家庭、学校和朋友间能够较好

地沟通交流，关系也更加融洽，从而导致了女性拥

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当遭遇不

良生活事件或挫折时，女性细腻的情感体验可能导

致更低的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关系密切。本研

究结果显示，无焦虑、抑郁大学生的 CASLSS 总分及

各维度得分均高于焦虑、抑郁大学生，与相关研究

结果相一致［13］。Hajduk 等［3］的研究表明，焦虑、抑

郁情绪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虽然焦虑和

抑郁均能够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但有研究表明

抑郁相比于焦虑与生活满意度呈更强的负相关［14］。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与焦虑相比，抑郁对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更大。可能是因为抑郁是导致考试成绩差、

同伴关系不良等的重要因素，因此更进一步降低大

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还受 10 岁及以前体罚经历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 10 岁及以前未经历过体罚的大

表3 不同焦虑、抑郁状态大学生 CASLSS 得分比较［分，M（P25，P75）］

项目 焦虑（n=304） 无焦虑（n=1 846） Z 值 P 值 抑郁（n=692） 无抑郁（n=1 458） Z 值 P 值

CASLSS 总分 155（137，178） 195（172，213） -15.881 ＜ 0.001 161（143，183） 200（181，217） -22.406 ＜ 0.001

 友谊维度 32（27，37） 39（35，42） -14.045 ＜ 0.001 33（28，38） 40（37，43） -19.860 ＜ 0.001

 家庭维度 34（27，40） 42（37，47） -13.868 ＜ 0.001 35（28，42） 43（39，47） -18.160 ＜ 0.001

 学业维度 24（17，27） 28（23，32） -9.522 ＜ 0.001 24（18，28） 29（24，33） -14.512 ＜ 0.001

 自由维度 22（19，27） 28（24，31） -14.079 ＜ 0.001 23（20，27） 29（26，32） -19.719 ＜ 0.001

 学校维度 25（22，29） 32（27，36） -13.986 ＜ 0.001 26（23，30） 33（29，37） -20.152 ＜ 0.001

 环境维度 22（19，24） 27（23，30） -14.874 ＜ 0.001 22（20，25） 28（24，31） -20.267 ＜ 0.001

  注：CASLSS 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

表2 不同性别大学生 CASLSS 得分比较［分，M（P25，P75）］

项目 男（n=1 179） 女（n=971） Z 值 P 值

CASLSS 总分 186（161，210） 194（170，211） -3.673 ＜ 0.001

 友谊维度 38（33，42） 39（34，42） -2.834 0.005

 家庭维度 41（34，45） 42（37，47） -4.225 ＜ 0.001

 学业维度 27（21，32） 27（22，32） -0.686 0.493

 自由维度 27（22，30） 28（24，31） -5.282 ＜ 0.001

 学校维度 31（25，36） 32（26，36） -2.368 0.018

 环境维度 25（21，30） 27（22，30） -3.555 ＜ 0.001

  注：CASLSS 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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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相比，经历过体罚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更低。

相关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与父母的严厉惩罚呈负

相关，遭受过体罚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较低［15］。在

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心理攻击和暴力体罚属于父母的

严厉管教方式，不仅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是

造成其敏感多疑、性格懦弱、不良亲子关系的重要

因素，并由此严重降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16］。此

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是大学生生活满意度

的保护因素。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大学生，生活满意

度和学业满意度的得分越高，反之越低。原因可能

是较高的家庭经济水平表明家庭对大学生学习方面

的支持力度更大，大学生购买教辅材料及用具等的

物质需要更易被满足，从而产生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综上所述，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受焦虑、抑郁

情绪和儿时体罚经历的影响，及时对大学生的焦虑、

抑郁情绪进行干预，能够提高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

无法进行变量间的因果关联推断，并且问卷中存在

部分回顾性问题，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在以后的研

究中应尽可能地采用追踪调查来予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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